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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近年来，三明旅游发展迅速。然而，三明旅游开发存在诸多问题，旅游发展潜力没有完全发挥。在福建省建设

海峡西岸经济区和闽台旅游合作的背景下，三明旅游深度开发的理论研究对三明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首先，文

章阐明了旅游深度开发的内涵，分析了三明旅游开发在客源市场、旅游产品、主题形象、旅游服务、管理体制等方面

存在的问题；其次，提出了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树立旅游资源产业化、旅游产业集成化、文化旅游深度化、观光旅游

体验化、休闲度假社会化、旅游项目创意化的旅游发展新理念，同时坚持“ 三明”战略、环境战略、高端战略、蓝海战

略、家园战略、创意战略等旅游发展的新战略；最后，构建了三明旅游深度开发的资源模式、产品模式、产业模式、市

场模式、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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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三明地处福建省西北部，是闽西北“ 绿三角”的

重要组成部分。三明生态环境优越，人文资源极其

原态，素有“ 林海明珠”、“ 中国绿都”之称，是山水

秀美的生态旅游胜地。近年来，三明旅游发展迅速，

旅游经济效益显著。然而，三明旅游开发存在诸多

问题，旅游发展潜力没有完全发挥，因此旅游发展的

空间巨大。在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和闽台旅

游合作背景下，三明旅游深度开发意义重大。因此，

本文着重从新理念、新战略和新模式三方面对三明

旅游深度开发提出战略构想。

% 旅游深度开发的内涵

旅游深度开发，是指在旅游开发现状基础上的

进一步开发，即更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，挖掘资源内

涵和潜在功能，提高旅游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，使

旅游产品在满足旅游市场需求的同时带来更大的综

合效益［%］。旅游深度开发中应该注意，首先，深度开

发不是全面开发，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开发；其

次，深度开发是在现状上的进一步开发，包括创新；

再次，深度开发的目标是促进旅游系统的优化，提升

旅游产品和旅游地的核心竞争力，获得更好的经济、

社会和环境效益。

" 三明市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

%）从客源市场来看，三明旅游客源市场省内主

要以福州、厦门、漳州、泉州及本地市场为主，占总客

源市场的 G*H ；且省内旅游市场以较低水平发展，

与省内的周边地区相比，例如龙岩市、南平市等，竞

争优势缺乏。省外市场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为

主，但所占比重偏小，只占总客源市场的 %BH 。三

明旅游客源市场以近程为主，中远程的游客偏少［"］。

同时，三明旅游客源市场以大众市场为主，中高端市

场严重不足。

"）从旅游产品来看，三明旅游产品主要以观光

旅游为主，而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开发较少，文化旅游

产品开发处于初级阶段，产品结构较单一。现已开

发的观光旅游产品主要以泰宁世界地质公园、将乐

玉华洞、永安桃源洞等景区为主；而沙县小吃文化、

宁化客家文化、建宁红色文化、尤溪朱熹文化、建宁

闽江源文化等资源的文化底蕴深厚，开发价值大，但

与旅游相结合的程度不高。

@）从主题形象来看，三明旅游主题形象不清

晰，长期以来一直难于定夺，频繁更改，影响三明旅

游的美誉度和知名度。三明旅游主题形象口号曾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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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“中国绿都”、“最绿省份的最绿城市”、“走进多情

山水，拥抱绿色三明”、“ 感受三明，山水有情”、“ 海

峡西岸的一颗绿色明珠”等。然而，沙县小吃文化、

宁化客家祖地等知名度已相当高，曾有学者提出三

明旅游应以沙县小吃文化或客家文化为主题进行宣

传。因此，三明旅游主题形象很不鲜明。

!）从旅游服务来看，三明旅游服务质量普遍偏

低。三明处于福建的西部山区，经济相对沿海落后，

旅游服务设施不完善，目前还未建五星级酒店，有些

服务员没有接受基本的培训。三明旅游院校培养的

旅游人才流失严重，旅游服务质量的规范化和标准

化无法达到，个性化服务无从谈起。三明旅游要打

造海峡西岸国际旅游目的地，而旅游服务质量无法

与国际化的服务水平相接轨。

"）从产业链来看，三明旅游高附加值产业明显

薄弱。三明旅游产业具有自身优势：京福高速公路

和向莆铁路等相继开通，旅游交通日益便捷，景区产

业逐步形成。但三明在食、住、娱等高附加值产业较

薄弱，尤其是住宿方面：由于资源整体吸引力不高，

商务会议较少，现有客房数量不多，入住率仍然明显

偏低，游客停留时间较短，影响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

效益［#］。

$）从管理体制来看，三明旅游管理体制不完

善。三明旅游管理长期以来存在多头管理现象，责

权利不清晰。同时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重视旅游行

业的管理，而忽视了把三明整个城市作为旅游目的

地的管理，缺乏对三明旅游目的地的系统管理，存在

旅游管理盲区。

# 三明市旅游深度开发的新理念

%）旅游资源产业化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以

市场为导向，以效益为中心，依靠泰宁世界地质公园

的龙头带动作用，加快三明旅游资源开发的产业化

进程。实行区域合理的旅游功能布局，依靠龙头带

动，发展规模经营，深度开发闽江源自然保护区、格

式栲国家级森林公园、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

生态旅游资源，深入挖掘沙县小吃、朱熹、闽人源、客

家祖地等文化旅游资源，深入开发大田煤矿旅游、三

钢工业旅游等工业旅游资源［!］。

&）旅游产业集成化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以

产业化为导向，重点发展泰宁县、将乐县、永安市和

宁化县的景区产业，加大对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等旅

游要素的投入，特别是三明旅游产业中较薄弱的娱

乐业和购物业要素的投入，促使旅游产业各要素协

调综合发展，从而形成三明旅游产业集成化［"］。

#）文化旅游深度化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的最

大潜力在于文化旅游开发，其文化旅游资源的典型

代表有沙县小吃文化、宁化客家文化、建宁红色文

化、尤溪朱子理学文化、清流闽人之源文化、永安抗

战文化等。三明文化旅游资源极其原态，旅游开发

价值巨大，然而目前这些资源的开发还停留在博物

馆展览展示的初级阶段，无法让游客真正体会这些

文化的博大精深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对文化旅游资

源再挖掘，通过文化体验使文化旅游资源由静态转

化为动态的旅游产品。

!）观光旅游体验化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要改

变以观光旅游为主的旅游方式。三明旅游开发目前

处于观光旅游、间接体验的低层次，传统的观光旅游

停留时间短、游客花费少，旅游收益低。旅游深度开

发应以三明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依托，通过策划

故事、重现名人名事等途径，并开展让游客亲手制作

“沙县小吃”、做一天“客家人”、黄花梨采摘等活动，

加上森林氧吧、闽江溯源等特色旅游产品，从观光、

静态、被动的低层次旅游方式向体验性、动态化、主

动性的深层次旅游方式转变［$］。

"）休闲度假社会化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要使

休闲度假旅游社会化。通过全社会的力量，调动当

地居民的旅游开发积极性和参与性，引进社会各界

的人、财、物，引导三明本地区和周边城市居民的消

费需求，重点对泰宁大金湖休闲度假项目的深度开

发，以其为龙头，带动将乐、永安等地的休闲度假旅

游发展，使三明成为闽西北最重要的周末休闲度假

旅游目的地。

$）旅游项目创意化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可通

过“三个一”工程实现旅游项目的创意化，即演一出

大戏———以沙县小吃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为题材，

策划一出大戏，表现沙县小吃在世界各地发展的历

史故事，使之成为带动三明旅游形象全面提升的龙

头项目；拍摄一部电影———以宁化客家祖地为切入

点，以客家人在三明最早的生活和时代变迁为主题，

拍摄一 部 客 家 人 迁 徙 生 活 的 大 片；强 化 一 个 节

庆———以海峡两岸（三明）林业博览会为依托，宣传

三明的森林生态旅游资源，把该节办成三明标志性

节庆［’］。

! 三明市旅游深度开发的新战略

!( % 文明、清明、开明的“三明战略”

%）“ 文明”是指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和生态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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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首先，物质文明建设促进三明经济发展，改变三

明经济落后现状，为旅游深度开发提供物质保障和

硬件支持，从而推动三明旅游更快发展；其次，精神

文明建设促进三明树立新风尚，新面貌，新观念，提

高旅游服务质量，为旅游深度开发提供精神保障和

软件支持；最后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三明生态环境保

护，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，发展三明生态产业，

为旅游深度开发提供环境支持。

!）“清明”是指政策清明、管理清明、运营清明。

首先，政策清明战略应制定利于三明旅游深度开发

的优惠政策，准确定位三明旅游产业性质；其次，管

理清明战略应完善三明旅游管理体制，加强旅游行

政管理和市场管理，协调三明旅游资源保护和利用

的关系；最后，运营清明战略应以市场为导向，以顾

客需求为中心，旅游企业公平公开竞争，从而提高三

明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，达到

三明旅游深度开发的目标。

"）“开明”是指思想开明。思想开明战略指三

明旅游深度开发应树立现代旅游产业意识，做大做

强旅游产业，根据旅游市场需求变化开发设计新的

旅游产品体系。

#$ ! 环境战略

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坚持环境战略。当今世界

环境不断恶化，空气污染严重，资源极其短缺。旅游

客源市场发生很大变化，人们更热衷于亲近自然，返

璞归真。三明生态环境优势日益显著，森林覆盖率

高达 %&$ ’( ，是中国“ 最绿省份的最绿城市”，拥有

“中国优秀旅游城市”、“ 中国园林城市”、“ 中国绿

都”、“精神文明城市”、“卫生城市”等称号。旅游深

度开发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环境优势，根据旅游市场

需求设计特色旅游产品。

#$ " 高端战略

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坚持高端战略，高端战略

要求“高端产品、高端经营、高端市场、高端效益”。

首先，“高端产品”战略要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充

分利用优越的环境资源开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，包

括高品位与特色化的建筑、人性化与细节化的服务、

体验性与享受性的项目等，满足游客特别的体验需

求；其次，“高端经营”战略要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

应按照国际标准对三明旅游目的地的高端定位与科

学建设，包括旅游品牌、旅游服务、解说系统、客户管

理、配套设施等方面的经营；再次，“高端市场”战略

要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根据高端旅游市场需求特

点，即花费多、时间长、要求高，开发高端旅游产品，

满足游客高品位需求；最后，“ 高端效益”战略要求

三明旅游深度开发达到提高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

生态效益的目标。

#$ # 蓝海战略

蓝海战略是一种全新的商业竞争模式。蓝海战

略要求企业突破传统的血腥竞争所形成的“ 红海”，

倡导避开竞争，创造新的市场空间的发展理念［’］。

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坚持蓝海战略，就必须避开当前

市场竞争激烈的观光旅游市场的竞争，根据当前的

旅游市场结构特点，独辟蹊径，选择能发挥生态环境

优势，同时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，

创造新的旅游市场空间，由开拓大众旅游市场向开

拓高端旅游市场转变。

#$ ) 家园战略

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坚持家园战略，即“ 自然

家园、血脉家园、生存家园、精神家园”。首先，“ 自

然家园”要求旅游深度开发要以三明优越的生态环

境资源为基础，开发龙栖山自然保护区、猫儿山自然

保护区、寨下大峡谷、三元国家森林公园等生态旅游

产品，满足游客回归自然的愿望；其次，“ 血脉家园”

要求旅游深度开发要以宁化客家祖地为依托，开展

寻根祭祖旅游产品，满足海内外客家游子寻找血脉

之根，与祖先灵魂对话的愿望［*］；再次，“ 生存家园”

要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要以建宁闽江源自然保护区

为依托，开发闽江母亲河溯源旅游产品，保护闽江源

生态环境，思考环境危机，爱惜生存家园；最后，“ 精

神家园”要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从宁化、建宁、泰

宁等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文化寻找长征精神，开发爱

国主义教育等修学旅游产品。

#$ & 创意战略

创意战略要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融入文化创

意。文化是旅游的灵魂，而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必须

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把握，依靠文化品牌提升旅游产

品层次，借助旅游项目展示三明的文化意蕴，使挖掘

文化内涵、提升文化品位、提供文化服务与旅游产品

要素建设有机结合，把三明红色文化、客家文化、朱

子文化、沙县小吃文化、抗战文化等资源转化为可

视、可听、可感、可娱的旅游产品，体现知识性、娱乐

性、趣味性和参与性，通过旅游创意实现文化的经济

转化。

) 三明市旅游深度开发的新模式

+）三明旅游深度开发模式应从重视景观资源

向重视自然环境资源与原生态人文环境资源转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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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，生态文明是

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过去人们在旅游开发的

过程中，只重视景观资源本身所带来的经济效益，而

忽视了景观资源所在的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原生态的

人文环境，它们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，也会产生经济

效益。三明自然环境资源极其优越，人文环境资源

极其原态，因此在旅游深度开发模式上要加以转变。

!）三明旅游深度开发模式应从观光旅游产品

向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开发模式转变。我国新的休假

制度的实行，激发了人们的旅游需求，预示着我国公

民休闲度假旅游时代已全面到来。休闲度假旅游是

经济社会发展、文明程度提高的必然趋势。而三明

旅游深度开发要以新的休假制度实行后旅游者的需

求为出发点，结合三明旅游资源特点，开发森林旅游

产品、乡村旅游产品、温泉旅游产品、山地旅游产品、

湖泊旅游产品等系列休闲度假旅游产品。

"）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从单一要素的产业模

式为主向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等综合要素的模式转

变。综合性是旅游业的最大特点。三明旅游深度开

发要构建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，在餐饮服务上，以沙

县小吃为龙头，开发特色系列产品；在酒店住宿服务

上，为适应休闲度假需要，开发不同特色的度假型、

家庭型、保健型等主题酒店；在旅游购物上，开发明

溪三宝、永安笋干、建宁黄花菜、建宁莲子、宁化酒粮

等特色旅游商品；在旅游内部交通上，开发旅游者自

由行和自驾车旅游线路；在旅游娱乐上，开发参与

性、娱乐性、趣味性的旅游活动。

#）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从开拓大众旅游市场

为主向开发高端旅游市场为主的模式转变。随着我

国经济的快速增长，高端旅游者数量正迅速增长，高

端旅游者的消费支出最主要在住宿、餐饮和交通方

面，保健和娱乐消费也日益增多。高端旅游主要以

公司活动、会议、展览和奖励旅游为主的旅游活动，

具有规模大、时间长、档次高和利润丰厚等突出优

势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要依托三明高端的旅游资

源，开发高端休闲度假旅游产品，大力开拓高端旅游

市场。

$）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从各自为阵经营向区

域旅游合作经营模式转变。当前经济全球化，区域

经济一体化，区域旅游合作是发展旅游的新形式。

旅游区域合作可实现品牌共树、市场共闯、产业共

促、利益共享，从而发挥区域整体优势。三明旅游深

度开发，不但要发挥泰宁世界地质公园的龙头作用，

带动三明周边县市的旅游产业发展，而且要加强与

武夷山、龙虎山、厦门等周边旅游较发达地区的合

作，在引进客源、招商引资、人才培养、市场开拓等方

面交流合作，促进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。

%）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从行业管理向旅游目

的地管理模式转变。管理创新是适应旅游实践迅速

发展的要求，要从对旅游业的管理上升为对旅游者

活动和旅游产业经营活动的管理；变条带式的旅游

行业管理为板块式的旅游目的地管理。只有这样，

才能实现区域旅游活动的优化发展。而目前的行业

管理限制了区域旅游的发展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形

成，造成旅游管理的盲区。此外，旅游活动主要依托

城市展开，旅游城市是整个旅游活动的核心节点和

旅游目的地的空间代表，因此旅游深度开发要从三

明整个城市的角度出发做好旅游规划、旅游法规制

定、旅游形象策划等系统开发与建设。

综上所述，三明生态环境优越，人文资源原态，

旅游资源丰富。三明旅游深度开发应在资源开发、

产品策划、市场开拓、经营方式、管理模式等方面树

立新理念，坚持新战略，建立新模式，才能促进三明

旅游系统的优化，提升三明旅游目的地的核心竞争

力，获得更好的经济、社会和环境效益，促进三明旅

游经济又快又好发展。

参考文献：

［&］谢彦君’ 基础旅游学［(］’ 北京：中国旅游出版社，&)))’
［!］陈宇曦’ 中国旅游产品开发的思考［ *］’ 汕头大学学报，

!++&（!）：!",!#’
［"］任敬’ 旅游地生命周期研究［-］’ 昆明：云南师范大学，

!++!：#$,#%’
［#］梁留科’ 发展观光农业的条件及对策研究［*］’ 西北农林

科技大学学报，!++!（#）：&",&%’
［$］林静’ 三明市旅游产业定位与市场营销对策［*］’ 三明学

院学报，!++.（&）："+,""’
［%］陈美高’ 三明森林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考［*］’ 福建林业科

技，!++%（!）：!!",!!$’
［.］王献溥’ 福建省三明市的生态旅游资源及其发展途径

［*］’ 西部林业科学，!++.（#）：&!%,&""’
［/］明庆忠，李宏’ 试论生态旅游环境与生态旅游活动［ *］’

云南师范大学学报，!++&（$）："#,#+’
［)］保继刚，楚义芳’ 旅游地理学［(］’ 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

社，

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"

&)))’

# *012345 06 78039:;39 <02=45 >3;?@2A;BC（<4B1245 DE;@3E@）F 8BBG：H H III’ E:31J’ E3F F F F F K05’ !% <0’ &



!"#$"%&’( )%*’&+ ,-./" "0% )%%1 2./#’*" )%3%4.15%+" .6 !$+5’+& 7’"8 ’+ 9/:’$+

!" #$%&’()!，!"*+ ,()&-%"，./0+ 1%23&4356#

（!$ %&’(’)*& +,(,-.).(/ 0.1,2/).(/，3,()*(- 4’55.-.，3,()*(- 678*,( #9:;;<；"$ =(>/*/7/. ’? @’72*>/ 3&*.(&.，

678*,( A’2),5 B(*C.2>*/D，67EF’7 #:;;;G；#$ @’72*>/ H72.,7 ’? 3,()*(-，3,()*(- 678*,( #9:;;;，4F*(,）

,-*"#$("：=( 2.&.(/ D.,2>，3,()*(- 4*/DI> /’72*>/ J.C.5’1> K7*&L5D$ M’N.C.2，/F.2. ,2. ),(D 12’O5.)> *( /F. /’72*>/ .P15’*/,/*’($ @F.
/’72*>/ J.C.5’1*(- 1’/.(/*,5*/D J’.> (’/ O2*(- *(/’ 15,D &’)15./.5D$ B(J.2 /F. O*- O,&L-2’7(J ’? O7*5J*(- .&’(’)*& E’(. *( /F. Q.>/
4F,((.5 H,(L ,(J /F. /’72*>/ &’’1.2,/*’( O./N..( @,*N,( ,(J 678*,( R2’C*(&.，/F. >/7JD ’? /F. J..1 /’72*>/ J.C.5’1).(/ *> >*-(*?*&,(/
?’2 3,()*(- 4*/D$ 6*2>/5D，/F. 1,1.2 .P1’7(J> /F. &’((’/,/*’( ’? J..1 /’72*>/ J.C.5’1).(/ ,(J ,(,5DE.> /F. 12’O5.)> ’? /F. &7>/’).2
2.>’72&. ),2L./*(-，/’72*>/ 12’J7&/，>7O8.&/ *),-.，/’72*>/ >.2C*&.，),(,-*(- >D>/.)；>.&’(J5D，/F. 1,1.2 >7--.>/> /F,/ /F. J..1 /’72S
*>/ J.C.5’1).(/ >F’75J F,C. /F. (.N *J.,> ’? *(J7>/2*,5 /’72*>/ 2.>’72&.，*(/.-2,/.J /’72*>/ *(J7>/2D，J..1 &75/72,5 /’72*>/，.P1.2*.(&.
>*-F/>..*(- /’72*>/，>’&*,5*E.JF’5*J,D /’72*>/，*((’C,/*C. /’72*>/ 12’8.&/$ T/ /F. >,). /*).，*/ *(>*>/> ’(“>,((*(-”>/2,/.-D，.(C*2’().(/
>/2,/.-D，F*-FS.(J >/2,/.-D，O57. >., >/2,/.-D，F’). >/2,/.-D，*((’C,/*C. >/2,/.-D$ T/ 5,>/，/F. 1,1.2 O7*5J> /F. 2.>’72&. 1,//.2(，12’JS
7&/ 1,//.2(，*(J7>/2*,5 1,//.2(，),2L./*(- 1,//.2(，),(,-.).(/ 1,//.2( ,(J &’(/2’55*(- 1,//.2($
;%8 <.#=*：3,()*(-I> /’72*>/；J..1 J.C.5’1).(/；>/2,/.-*& J.>*-(

（责任编辑U 方U 兴）

:V’72(,5 ’? 4F’(-K*(- A’2),5 B(*C.2>*/D（A,/72,5 3&*.(&.）U F//1：W W NNN$ &K(78$ &(U U U U U X’5$ "9 A’$ !


